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红大戟组培苗移栽试验 

黄 浩 韦鹏霄 岑秀芬 刘 芳 余丽莹。 

( 广西大学农学院，南宁 530005； 广西壮族自治区药用植物园) 

摘 要：以红大戟组培生根苗为移栽材料，研究了不同基质、不同水肥处理和不同季节对红大戟 

组培苗移栽效果的影响。结果表明：以泥炭和珍珠岩混合 (1：1)作为移栽基质，成活率最高，达 

85．30％；喷施0．07％的KH O 溶液最能促进移栽苗的生长；较佳的移栽季节为2—4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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红大戟 (Knoxia valerianoides Thorel et Pitard)别名 

紫大戟、广大戟、将军草等 01，为茜草科多年生草本 

植物。主产广西、广东两省，生于低山坡草丛中的半阴 

半阳处 乜 1。以块根入药，主要化学成分为蒽醌类化合 

物。主要药用功能为泻水逐饮，攻毒消肿散结b 1，是中 

成药紫金锭的主药 H 1。 

红大戟繁殖非常缓慢，自然繁殖的种子发芽率不 

到 1％，用常规方法贮藏 1年以上的种子，基本丧失活 

力，几乎不能出苗 1，加上近年滥采乱挖，致使野生 

资源已处于濒临枯竭的状态。前人对红大戟组织培养 

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1，但对组培苗移栽技术的研究均 

无报道。本文从基质、水肥和季节 3个方面对红大戟 

的组培苗进行了移栽技术的研究，解决了移栽成活率 

低、不易获得人工繁殖小苗的难题。 

1 材料与方法 

1．1 试验材料 

广西野生红大戟组培苗。 

1．2 试验方法 

1．2．1 移栽基质试验 

剪取长约 3 cm的顶芽，接种至 1／2 MS+MET 1．4 

mg／L+IBA 0．2 mg／L生根诱导培养基中，25 d后分别 

移至河沙、珍珠岩、黄土+珍珠岩(1：1)、泥炭、泥炭 

+珍珠岩(1：1)5种不同基质上。生根诱导在培养室 

内进行，光照时间lO一12 h／d，光照强度为 1500—2000 

b【，温度为 25±2℃。移栽在大棚内进行，前 10 d用塑 

料膜覆盖，以保持湿度，之后逐步打开塑料膜。并在 

lO d、20 d、30 d和 40 d后分别统计不同基质中组培苗 

的成活率。 

1．2．2 水肥处理试验 

以珍珠岩 +泥炭 (1：1)为移栽基质，设 0．07％ 

KH2PO4、1／2 MS、2mg／L MET和清水 4个处理，移栽 

30 d后开始喷施。每个处理 5O株，每隔5 d喷洒 1次， 

共喷 3次，喷施第 1次后20 d调查植株高度及生长情 

况 。 

1．2．3 移栽季节试验 

以珍珠岩 +泥炭 (1：1)作为移栽基质，分别在 

2—4、5—7、9—10、11—12月于大棚进行 4个批次的 

移栽试验，30 d后统计成活率，每批 3次重复，每个重 

复移栽 100株。 

2 结果与分析 

2．1 不同基质对移栽成活率的影响 

从表 1试验结果中可看出，在移栽后 10 d，由于 

生根苗一直处于保温保湿的环境下，各处理表现出的 

成活率均较高。当在 20 d和 30 d统计时则有很大差 

别，河沙、珍珠岩 +黄土(1：1)两基质的成活率分别 

由移栽后 10 d的 94．o0％、95．63％下降到 20 d的 

22．o0％、23．81％，当到30 d时，两者的成活率分别低 

至 l2．o0％和 l4．o0％；很明显地看出，最好的基质是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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珍珠岩+泥炭(1：1)，成活率在20 d、30 d、40 d时均 

是最高的，分别为 88．00％、86．46％和 85．30％，而河 

沙基质最差，成活率在这 3个时期分别为 22．00％、 

l2．00％和 lO．00％。不同基质成活率高低的顺序依次 

为：珍珠岩 +泥炭 >泥炭>珍珠岩 >珍珠岩 +黄土 > 

河沙。 

表 1 、不同基质对移栽成活率的影响 

2．2 不同水肥对移栽苗生长的影响 

施肥 20 d后，4种水肥处理有明显的差异。各处理 

均长出2～3对嫩叶，施 0．07％KH 】o 、1／2 MS、2 mg／L 

MET和清水处理的苗分别增高 0．55 cm、0．50 cm、 

0．32 cm、0．30 cm。前 3组处理的生长状况明显比清水 

处理好，其中施 0．o7％KH 的处理苗长势最好，苗 

健壮，叶宽大墨绿色，而 1／2 MS和 2 mg／L MET两组 

处理的苗长势、健壮度、叶色等较 KH 的处理稍 

差，仅喷清水处理的苗质最差。 

2．3 不同季节移栽对成活率的影响 

4个不同季节移栽结果见表 2。由试验结果可看 

出，2～4月份进行移栽的小苗 ，存活率最高，达 

88．36％，而其他 3个不同季节移栽的小苗，存活率为 

30％左右，仅是 2～4月份移栽成活率的 1／3。这可能 

是 2～4月份 (春季)的气候条件较适合移栽苗的生 

长，而其他季节对移栽苗的生长不利；还是其他原因， 

有待下一步深入研究。 

表2 不同季节移栽对成活率的影响 

3 讨论 

3．1 移栽基质的选择 

移栽基质的选择原则是疏松透气，具有一定的保 

水保肥能力“。。。在移栽中，针对性地选用5种不同基 

质进行对比试验。结果表明，河沙的保水性太差，珍珠 

岩的保水性较河沙的稍好，但两者的基质空隙均较 

大，根太细不易吸收水分；而在黄土 +珍珠岩 (1：1) 

中虽然保水性大，且有珍珠岩混合，但由于不定根较 

细小，黄土的粘性太强，对幼小的不定根生长不利；纯 

泥炭虽然保水保肥能力很好，但其在喷施定根水后， 

基质变得较紧密，透气性下降，可能对根的生长也不 

利；而泥炭 +珍珠岩(1：1)这种混合的基质基本上弥 

补了上述 4种基质的缺点，疏松透气，保水保肥能力 

较好，在移栽红大戟试管苗过程中，具有较好的效 

果。 

3．2 移栽苗的看护管理 

移栽的试管小植株和活体生根的小植株，其湿度 

的控制十分重要。因为试管苗在培养瓶培养时为高湿 

(相对湿度为 90％～100％)环境，茎叶表面防止水分 

散失的角质层等几乎全无，根系又不发达，即使移栽 

后根系周围有足够的水分也难以保证水分平衡 [1 。在 

红大戟生根苗移栽到基质后 10 d，要覆盖塑料薄膜、 

并且经常喷雾，控制相对湿度不低于 85％，以提高小 

植株周围的空气湿度，减少叶面蒸腾；同时，控制温度 

在 3O qC以下，避免温度过高导致蒸腾作用加强，水分 

失衡和微生物滋生等；在 lO～20 d间，可逐步半揭开 

塑料薄膜，逐渐降低相对湿度，使其逐步适应自然环 

境。20 d后，可完全去掉塑料薄膜，但要注意保证土壤 

的湿度。另外，在移栽的过程中，还需加盖遮阴网，以 

控制光照强度，避免阳光直射。通过以上管理方法，对 

提高成活率有着很大的作用。 

试验中分别在 lO、20、3O、40 d进行统计，很明显 

地看出在30 d和40 d两个统计时期的成活率差异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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少，这说明移栽苗在 30 d后，根系已能正常吸收营养 

物质，植株已由异养向自养方式转变。说明本试验的 

看护管理方法对红大戟组培苗的移栽是切实可行 

的。 

3．3 水肥管理 

红大戟为草本植物，容易发生倒伏，在人工移栽 

时应加以注意，可通过适当施肥增强其抗性；陈芳清 

“ 等人对红大戟的生态学研究发现，红大戟分布地土 

壤呈弱酸性，有机含量高但P和K元素的含量较低， 

建议在人工栽培时注重 P和K肥的施用。在不同水肥 

处理试验中已发现，喷施 0．07％的 KHzPO 溶液效果 

要比l／2 Ms，2 mg／L MET的效果好，在观察统计时 

期，苗高的增值最大，长势较好，苗健壮，叶片宽大深 

绿色。这说明施 P、K肥促进红大戟苗生长的作用是显 

著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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美国锯叶棕的引进与适应性观测 

周全光 黄锦媛 黄丽君 

(广西亚热带作物研究所，南宁 530001) 

锯叶棕 (Serenoa repens)生长在南北美洲气候炎 

热的地区，叶片扇形，为棕榈科矮小灌木，果实可药 

用。锯叶棕适合在气候温暖的地区生长，丛生，分蘖能 

力强，开花期是7～8月，花白色，果实呈橄榄型，前期 

黄色，成熟后呈蓝黑色。锯叶棕果实含有丰富的油酸， 

亚油酸，棕榈酸等脂肪酸、植物固醇、类黄酮与高分子 

多糖等。早在 13世纪，锯叶棕的浆果曾是印第安人的 

食品，食用果实用来治疗消化、泌尿系统疾病以及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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种炎症、痢疾等。目前，美国、德国和意大利等西方国 

家对锯叶棕的加工、种植、医药等方面已有较为深入 

的研究，而我国对锯叶棕的综合研究或报导较少。鉴 

于锯叶棕在医药方面的特殊用途和商业价值，2003年 

l2月和2004年4月广西亚热带作物研究所与美国加 

州湾食品科技公司合作，先后引进锯叶棕种子2．4万 

粒，进行引种试种与适应性观测，以便于日后对锯叶 

棕进行综合开发和利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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